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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
注意功能反应时研究

王荫华 　周爱红 　周晓林

　　【摘要 】　目的 　了解轻度阿尔茨海默病 (A lzheimer disease, AD )患者的各类注意功能的改变。

方法 　对轻度 AD患者应用计算机上持续操作任务 (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ask, CPT)法检查持续注

意功能 ,简化的 Stroop法测查选择注意功能 ,双任务测试检查分散注意能力 ,反应时精确到毫秒。

结果 　CPT法中 ,轻度 AD组反应时、漏报率和虚报率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[ ( 539129 ±103186) m s vs

(458147 ±40187 ) m s, 4108% ( 3113% , 13164% ) vs 0191% ( 0160% , 1190% ) , 1151% ( 0164% ,

2154% ) vs 0143% (0137% , 0184% ) , P < 0101 ];异常率随时间增高 , 10～14 m in增高明显 [ 6109%

(4187% , 20173% ) vs 2143% (2143% , 3104% ) , P < 0101 ]。Stroop实验中 , 2组被试均表现出明显

的干扰效应 ;轻度 AD组患者的反应时、错误率和错误率干扰量高于对照组 [ (579119 ±89193) m s vs

(486175 ±51158) m s, 13133% (8175% , 17150% ) vs 2192% (1167% , 3196% ) , 错误率干扰量 ,均 P

< 0101 ]。双任务测试中 AD组双任务减退量高于对照组 ( P < 0101)。CPT法和 Stroop法异常率高于

双任务测试 ,分别为 77178%、81125%、29141%。结论 　与健康老年人相比 ,轻度 AD患者的持续注

意、选择注意和分散注意能力下降 ,持续注意及选择注意障碍较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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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bstract】　O bjective 　 To determ ine whether the sustained, selective and diverted attention
functions are affected in patientswith m ild A lzheimer’s disease (AD) 1M ethods　Several tasks designed to
test the attention functions on the computer were performed in patients with m ild AD as well as elderly
controls: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ask (CPT) for assessing sustained attention function, simp lified Stroop
task for selective attention function, dual task for diverted attention function1 Results　 In CPT test, m ild
AD patients responded more slowly( (539129 ±103186) m s vs (458147 ±40187) m s, P < 0101) and m issed
more targets(4108% (3113% , 13164% ) vs 0191% (0160% , 1190% ) , P < 0101) 1 The abnormality rate
increased along with time ( 6109% ( 4187% , 20173% ) vs 2143% ( 2143% , 3104% ) , P < 0101 ) 1 In
Stroop test, the m ild AD patients responded more slowly ( ( 579119 ±89193) m s vs ( 486175 ±51158) m s,
P < 0101) and showed greater Stroop effect ( see table 4, table 5, P < 0101) , making a higher error rate
under conflicting condition (13133% (8175% , 17150% ) vs 2192% (1167% , 3196% ) , P < 0101) 1 M ild
AD patients also did worse in dual task than control subjects( P < 0101) 1 The abnormality rates in CPT and
Stroop tes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dual task test1 Conclusion 　 In m ild AD patients, their attention
functions are impaired among which selective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function are more affected1

【Key words】　A lzheimer disease; 　A ttention

　　注意是指心理努力的集中和聚焦 ,是一种有选

择性、转移性和可分解性的集中 , 注意使我们能更

有效地收集信息。注意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:持续注

意、选择注意和分散注意 [ 1 ]。注意有其中枢神经系

统环路 ,包括前注意网络和后注意网络 [ 2 ]。

阿尔茨海默病 (A lzheimer disease, AD )是老年

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[ 124 ]
,轻度认知

障碍 (m ild cognitive impairment, MC I)是介于健康老

年和痴呆之间的一种认知功能损害状态 [ 529 ]。我们

曾对 AD和 MC I进行了记忆、计算、视空间、注意、语

言、基因的多方面研究 [ 10218 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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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　AD和 NC组 CPT法随时间的变化的漏报率 ( % )

分组 例数 0～4 m in 5～9 m in 10～14 m in 15～20 m in P值 ( Z值 )

AD 18 3145 (0100, 6189) 2163 (2163, 6157) 6109 (4187, 20173) 3 2132 (2132, 10146) 01004 (131096)

NC 18 0100 (0100, 3144) 0100 (0100, 0100) 2143 (2143, 3104) 3 0100 (0100, 0100) 01000 (261931)

　　注 : 10～14 m in时间段高于其他时间段 , 3 P < 0101

　　本研究旨在采用 DMDX系统的计算机辅助信

息处理测验方法 [ 19 ]
,运用反应时的手段 ,探讨轻度

AD患者的注意功能。

资料和方法

一、研究对象

轻度 AD患者来自 2004年 6月至 2005年 2月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痴呆门诊 ,健康对照

(NC)老年人来自附近社区。AD组 18例 ,所有 AD

患者均符合美国神经病学、语言障碍和卒中 2阿尔茨

海默病和相关疾病学会 (N INCDS/ADRDA )的很可

能 AD诊断标准和国际疾病分类第 10版 ( ICD210)

的轻度 AD诊断标准。NC组 18名 ,临床没有主诉 ,

且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(MMSE)、临床痴呆评定量表

(CDR)、日常生活活动量表 (ADL )和 Zung抑郁量

表等神经心理量表检查正常。两组的性别、年龄和

受教育年限具有可比性。

二、研究方法

11计算机上持续操作任务 ( continuous perfor2
mance task, CPT)法 :测查持续注意。由计算机屏幕

中央呈现注视点“ + ”500 m s,然后随机呈现 A、D、X

、W四个字母 ,要求被试看到 X时用利手尽快的按

游戏杆的右键作反应 ,其余字母不作反应。字母呈

现 300 m s,刺激间隔 300 m s,允许最长反应时间为

1000 m s,测试时间 20 m in,总字符数 600个 ,目标字

母 150个。程序自动记录反应时、击中数、漏报数、

虚报数 [ 20 ]。

21Stroop法 :测查选择注意。由屏幕中央呈现

注视点“ + ”500 m s,然后随机呈现红、绿两个字 (用

红色或绿色书写 )和红、绿色块 ,冲突 (词义与颜色

不一致 ,如红字用绿色写 )、一致 (词义与颜色一致 )

和色块各 40个 ,每一刺激呈现时间为 500 m s,刺激

间隔 300 m s。要求被试对红色按游戏杆的左键作

反应 ,绿色按游戏杆的右键作反应 ,允许被试的最长

反应时间为 1500 m s。程序自动记录反应时、正确

数和错误数。

31双任务测试 :采用一个限时的纸笔测验 [ 21 ] ,

测查分散注意。它的两个分任务 : ( 1)首先确定被

试的数字广度 ,然后让被试看连续重复在数字广度

内的一系列数字串共 2 m in,记录正确和错误的次

数。 (2)让被试划销 A4纸上连成串的小方格 ,记录

2 m in内划销的数目。第 3步让被试同时作上述 2

项任务 ,记录 2 m in内重复的数字串的正确和错误

次数及划销的小方格的数目。用双任务比单任务时

多耗的时间 (减退程度 )表示对分散注意的影响。

三、统计学分析

用 SPSS1110软件包对 CPT、Stroop和双任务测

试的反应时、错误率、漏报率、干扰量、双任务减退程

度进行统计分析。符合正态分布者以均数 ±标准差

表示 ,用 t检验或方差分析 ;非正态分布者用中位数

(25% , 75%位数 )表示 ,用非参数检验。

结 果

一、AD和 NC组的 CPT法检查结果 (表 1)

表 1　AD和 NC组的 CPT法检查结果

分组 例数 平均反应时
(m s)

漏报率
( % )

虚报率
( % )

AD 18
539129 ±
1031863

4108
(3113, 13164) 3

1151
(0164, 2154) 3

NC 18 458147 ±
40187　

0191
(0160, 1190) 　

0143
(0137, 0184) 　

　P值
( t / Z值 ) #

01006
(31072)

　01000
( - 41625)

　01003
( - 21881)

　　注 :与 NC组比较 , 3 P < 0101; #反应时为 t值 ,漏报率和虚报率

为 Z值 ; ( )内为 25%、75%位数 ,表 2、表 5均同

　　二、AD和 NC组 CPT法的漏报率随时间的变化

(表 2)

三、AD和 NC组 Stroop法总反应时和错误率的

比较 (表 3)

AD和 NC组 Stroop 法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干扰

量比较 (表 4, 5)。

四、双任务测试

对 AD和 NC组双任务下降程度的数据进行非

参数检验 ,轻度 AD组下降程度高于 NC组 ( P 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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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　AD和 NC组 Stroop法在冲突、一致和中性条件下的反应时及干扰量 (m s)

分组 例数 冲突 一致 中性 干扰量

AD 18 623117 ±1381013 551163 ±801593 562178 ±691763 36169 ±10159

NC 18 512135 ± 76141 475195 ±44123 471196 ±45166 28198 ± 5134

P值 ( t值 ) 0101 (21878) 0101 (31372) 0101 (41704) 0150 (01689)

　　注 :与 NC组比较 , 3 P < 0101

表 5　AD和 NC组 Stroop法在冲突、一致和中性条件下的错误率及干扰量 ( % )

分组 例数 冲突 一致 中性 干扰量

AD 18 21125 (12150, 31188) 3 8175 (3113, 16187) 3 10100 (5100, 12150) 3 11125 (7150, 22150) 3

NC 18 5100 ( 2150, 7150) 　 0100 (0100, 2150) 　 2150 (0100, 5100) 　 2150 (0100, 4138) 　

P值 ( Z值 ) 0100 ( - 41638) 0100 ( - 31990) 0100 ( - 31534) 0100 ( - 31959)

　　注 :与 NC组比较 , 3 P < 0101

表 3　AD和 NC组 Stroop法的总反应时和错误率

分组 例数 反应时 (m s) 错误率 ( % )

AD 18 579119 ±891933 13133 (8175, 17150) 3

NC 18 486175 ±51158　 2192 (1167, 3196) 　

P值
( t值或 Z值 ) # 0101 (31658) 0100 ( - 41983)

　　注 :与 NC组比较 , 3 P < 0101, #反应时为 t值 ,错误率为 Z值

0101)。CPT法、Stroop法和双任务测试的异常率分

别为 77178%、81125%和 29141%。CPT法的异常

率高于文献报道的异常率 [ 22 ]。

讨 论

CPT法结果表明 ,轻度 AD组的反应时及漏报

率高于 NC组 ,说明轻度 AD患者已出现持续注意功

能障碍 ,而且 10 m in后更突出。Stroop法结果表明

轻度 AD组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均长于 NC组 ,说明患

者对信息的探测和处理能力整体衰退 ,并表现出明

显的干扰效应。患者的错误率干扰量高于健康对

照 ,说明患者冲突情况下对字义干扰的抑制能力减

弱 ,选择注意功能下降。双任务测试结果轻度 AD

患者双任务减退量高于 NC组 ,提示分散注意能力

障碍。3个测试结果表明 ,轻度 AD患者的持续注

意、选择注意和分散注意功能均出现障碍 ;选择注意

和持续注意障碍较分散注意障碍突出。

国外研究提示 AD患者早期即出现注意障碍 ,

认为注意是继记忆以后 AD 患者第 2个受损的功

能 ,早于语言和视空间功能 [ 22, 23 ]。文献报道轻度

AD患者分散注意功能障碍重于持续注意功能 [ 24 ]。

研究发现当增加干扰刺激时 ,额叶乙酰胆碱明显增

加 ,中前额叶皮质细胞电活动增强 ,提示乙酰胆碱和

抑制干扰密切相关 [ 25 ] , AD患者的选择注意首先受

累 [ 22 ]。

乙酰胆碱在注意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[ 25227 ]。

胆碱酯酶抑制剂治疗 AD的机制可能主要是通过提

高注意能力和信息的处理能力实现的 [ 28 ]。基底节

前脑胆碱能系统是实现高级注意皮质至初级感觉皮

质注意环路的关键环节 [ 29 ]
,优化皮质的信息处理 ,

起注意的监视和协调作用 [ 30 ]。基底节前脑胆碱能

系统功能下降很可能是 AD患者注意障碍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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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全国帕金森病及其他运动障碍疾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

　　由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运动障碍及帕金森病学组、

中华神经科杂志编辑委员会联合举办的“第五届全国帕金

森病及其他运动障疾病学术研讨会 ”拟定于 2006年 8月在

宁夏银川举办。会议将邀请中外知名的神经病学专家学者

作专题讲座 ,内容涉及帕金森病、舞蹈病、肝豆状核变性、肌

张力障碍、特发性震颤、迟发性运动障碍及其他运动障碍疾

病。现将会议征文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11征文通知 :凡 2006年 5月以前未在国内杂志上公开

发表的有关帕金森病及其他运动障碍疾病的流行病学、病因

与发病机制、临床特征、病理、治疗等方面的基础和临床研究

新进展、经验总结等方面的论文均可投稿。

21征文要求 :请将论文摘要 (按“目的、方法、结果、结

论 ”格式书写 ,注明责任作者的姓名、通信地址、Email地址、

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 ) 800字左右 1份及软盘 (Word格式 )

一并寄至中华神经科杂志编辑部 (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号 ,

100710)。信封左下角务必注明“会议征文 ”字样。或 Email

发至 cjn@ cma1org1cn或 zhsjkzz@1261com,注明“银川会议

征文 ”。论文自留底稿 ,不退稿。

31征文截止日期 : 2006年 5月 31日。

41会议期间欢迎有关企业参展 ,有意者可来信索取通

知 ,联系人陈秀华。

联系电话 : (010) 85158265, FAX: (010) 85158380。

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运动障碍及帕金森病学组

中华神经科杂志编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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